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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兼顾光源聚焦镜引入的像差对光谱仪器分辨率和信噪比的影响，提出了消像差凹面全息光栅和聚焦反

射镜一体化设计方法。建立了包含聚焦镜和凹面全息 光 栅 的 像 差 分 析 物 理 模 型，推 导 了 像 差 系 数 表 达 式，构 造 了

像差校正目标函数，经优化得到设计结果。在一体化设计中，针对臂长为１７０．３ｍｍ、基底曲率半径为１７０．２ｍｍ的

单色仪光栅，通过反向增大全息光栅像散项，补偿聚焦镜引入的轴外像差。与传统设计方法相比，该方法的像面点

列 图的均方根尺寸在子午方向由８６μｍ减小到８１μｍ，弧矢方向由７６５μｍ减小到１６７μｍ，提高了系统的消像差能

力，为凹面光栅光谱仪器的光学系统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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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消像差凹面全息光栅不仅具有色散作用，还具有聚焦功能，是光谱仪器的核心器件［１］。经过全息光栅消

像差理论设计曝光系统，利用该系统制作的凹面全息光栅，其栅线在光栅基底上的投影呈弯曲状，从而具有

消像差的功能［２－３］。使用凹面全息光栅作为分光器件，可以减少光谱仪器中光学元件数量，缩小仪器体积、减
轻仪器重量，降低仪器杂散光水平，提高仪器的信噪比［４－６］。近几十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消像差凹面全息

光栅成像及光谱特性进行过研究。日本Ｎａｍｉｏｋａ等［７－９］分析了凹面光栅和凹面反射镜在子午面内聚焦和消

除单波长彗差的条件。Ｎａｍｉｏｋａ［１０－１４］在Ｂｅｕｔｌｅｒ［１５］的基础上完善了凹面全息光栅光程函数像差理论，将凹面

全息光栅 中 各 种 像 差 进 行 了 分 离，给 出 了 对 应 的 数 学 表 达 式，提 高 了 优 化 设 计 的 效 率，并 设 计 了

Ｓｅｙａ－Ｎａｍｉｏｋａ单色仪［７，８，１２］。凌青等［１６］分析了利用非球面波记录全息光栅，进一步增加了记录光路的自由

度，有利于消除特定阶次的像差。但是，随着光谱仪器技术指标的不断提高，对凹面全息光栅的设计也提出

了更高要求，需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加以完善和改进。
以ＩＶ型凹面全息光栅为例，以往的设计方法多数以点光源直接照射凹面全息光栅作为物理模型，仅计

算理想球面波入射光栅基底的情况［１７－１８］，然而，从该类型光栅的实际使用来看，高灵敏度光谱仪不仅要用到

消像差凹面全息光栅，还要在入射狭缝外使用一块球面反射镜，将光源的能量聚焦在光栅入射狭缝处，光束

再由光栅衍射后会聚到出射狭缝处。显然，聚焦镜的存在必然会使入射到光栅上的光束带有球差，对于离轴

使用的情况还会引入轴外像差，因此在设计光栅时考虑聚焦镜的影响很有必要。鉴于此，本文给出了一种兼

顾聚焦镜像差的消像差凹面全息光栅一体化设计方法。以文献［７－８］中的理论为基础，引入离轴使用的球面

反射镜，建立球面反射镜和消像差凹面全息光栅共同成像的模型，推导全息光栅像差系数表达式，并采用局

部非线性寻优方法中的遗传算法［１９］，对建立的校正像差目标函数进行求解［１７］，与传统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
验证凹面全息光栅一体化设计方法的可行性，旨在探索兼顾光谱仪器照明系统的凹面全息光栅设计方法，为
凹面光栅光谱仪一体化设计方法的研究做准备。

２　凹面全息光栅一体化设计

２．１　凹面全息光栅几何像差模型

凹面全息光栅设计中，考虑点光源入射球面聚焦镜，再入射到光栅的情况，建立了球面反射镜和消像差

凹面全息光栅共同成像的模型，如图１所示。Ｇ和 Ｍ分别是球面光栅基底和球面反射镜，Ｏ、Ｏ１和Ｏ２在同一

个水平面Π内。Ｏ和Ｏ１分别过光栅基底和球面反射镜的法线，且在Ｏ、Ｏ１和Ｏ２点处建立的坐标系的ｘ０、ｘ１
和ｘ２轴都在水平面Π内。Ａ点是入射点光源，Ｂ是出射光在像面上位置，由点Ａ发出的光线，被球面反射镜

Ｍ表面一点Ｑ（μ，κ，φ）反射后，经过入射狭缝 Ｈ，与球面光栅基底Ｇ表面交于点Ｐ（ξ，ｗ，ｌ），由光栅上Ｐ点

衍射后光线与像面交于点Ｂ。点Ａ到球面反射镜顶点Ｏ１的距离为ｐＡ，与ｘ１轴的夹角为ηＡ，顶点Ｏ１到光栅

顶点Ｏ的距离为ｑＡ，与ｘ０轴的夹角为α，Ｏ点到像面中心Ｏ２的距离为ｒＢ，其衍射的角度为β。在坐标系ｘ０ｙ０
ｚ０下，凹面全息光栅记录光源点Ｃ、Ｄ到基底顶点Ｏ 的距离是ｒＣ、ｒＤ，与ｘ０轴的夹角为γ、δ。ηＡ、α、β、γ和δ的

正负分别由点和光线所在坐标系ｘ１ｙ１ｚ１、ｘ０ｙ０ｚ０和ｘ２ｙ２ｚ２的第一或第四象限决定。
光栅Ｇ和反射镜 Ｍ都是球面，Ｒｋ表示球面基底曲率半径，其中ｋ＝０、１，分别代表光栅基底Ｇ和反射镜

Ｍ，其表面满足球面方程

（Ｒｋ－ｘｋ）２＋ｙｋ２＋ｚｋ２ ＝Ｒｋ。 （１）

　　ｘｋ，ｙｋ，ｚｋＲｋ时，利用幂级数展开（１）式，即

ｘｋ ＝ｙｋ
２＋ｚｋ２

２Ｒｋ ＋
（ｙｋ２＋ｚｋ２）２

８Ｒｋ３
＋
（ｙｋ２＋ｚｋ２）３

１６Ｒｋ６
＋…。 （２）

　　结合图１的光路结构，根据Ｎａｍｉｏｋａ的光程函数理论，此情况下的凹面全息光栅像差函数为［１３］

Ｆ＝ＡＱ＋ＱＰ＋ＰＢ＋ｎｍλ＝

∑
ｉ＝０
∑
ｊ＝０
Ｍｉｊｗｉｌ　ｊ＋

ｍλ
λ（ ）０ ∑ｉ＝０∑ｊ＝０Ｈｉｊｗｉｌ　ｊ， （３）

式中Ｍｉｊ是全息光栅使用结构像差项系数，ｍ为光栅衍射级次，ｎ为光栅上第ｎ条刻线，定义光栅中心为第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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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球面反射镜和凹面全息光栅整体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ｍｉｒｒｏｒ

条刻线，ｉ、ｊ表示全息光栅的像差项数。Ｍｉｊ、Ｈｉｊ分别表示由使用结构（即摆放位置）和记录参数引入的像差

项，令Ｆｉｊ＝Ｍｉｊ＋（ｍλ／λ０）Ｈｉｊ，表 示 独 立 的 各 类 像 差 项。ＡＱ＋ＱＰ＋ＰＢ表 示 光 栅 使 用 结 构 引 入 的 像 差 项，

ｎｍλ表示全息光栅刻槽密度变化引入的像差项。仍然以两球面波干涉进行光栅设计，推导出记录光束的光

程差满足［４］

ｎλ０ ＝ （ＣＰ－ＤＰ）－（ＣＯ－ＤＯ）， （４）
式中λ０为相干光波长；Ｐ为光栅基底上任意一点；Ｃ、Ｄ 为两个记录点光源；Ｏ为光栅基底中心。从（４）式的

展开中，可以得到关于两记录角度（γ，δ）和记录臂长（ｒＣ，ｒＤ）为函数的具体像差表达式Ｈｉｊ。
与传统的设计方法相比，该方法引入了球面反射镜的像差项，增加了像差函数的复杂程度，但使优化过

程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２．２　一体化设计方法的几何相差表达式

利用费马原理，结合（２）式，在光栅基底坐标系ｘ０ｙ０ｚ０下，对任意一条入射光线ＡＱＰＢ，推导出使用结构

的像差函数ＦＭ具体表达式为

ＦＭ ＝ＡＱ＋ＱＰ＋ＰＢ ＝

∑
ｉ＝０
∑
ｊ＝０
Ｍｉｊｗｉｌ　ｊ， （５）

式中ξ、ｗ和ｌ是光栅基底上任意一点Ｐ 的坐标值。

Ｍ００ ＝ｐＡ＋ｑＡ＋ｒＢ， （６）

Ｍ１０ ＝－ｓｉｎα－ｓｉｎβ， （７）

Ｍ２０ ＝ １２
（ＴＡ＋ＴＢ）， （８）

Ｍ０２ ＝ １２
（ＳＡ＋ＳＢ）， （９）

Ｍ３０ ＝ １２
ＴＡｓｉｎα
ｒＡ －２Ａ

２
１０

Ｒ１
ＫＡｓｉｎηＡ ＋

ｓｉｎβ
ｒＢ
Ｔ（ ）Ｂ ， （１０）

Ｍ１２ ＝ １２
ｓｉｎα
ｒ′Ａ

１
ｒ′Ａ －

ｒ′Ａ
ｒ（ ）Ａ ｃｏｓαＲ［ ］

０
＋ ２Ｒ１

Ａ１０Ｂ０１ＶＡｓｉｎηＡ ＋
ｓｉｎβ
ｒＢ
Ｓ｛ ｝Ｂ ， （１１）

Ｍ４０ ＝１８
４ＴＡｓｉｎ２α
ｒ２Ａ

－Ｔ
２
Ａ

ｒＡ ＋
ＳＡ
Ｒ０２

＋２Ａ
２
１０

Ｒ１
Ｅ４０ＫＡｃｏｓηＡ ＋

２Ａ３１０
Ｒ２１

ｃｏｓα
ｒＡｃｏｓηＡ

－Ａ１０ｃｏｓηＡＲ（ ）１
［ ＋

４ｓｉｎ２β
ｒ２Ｂ

ＴＢ－Ｔ
２
Ｂ

ｒＢ ＋
１

Ｒ０２ｒＢ
－ｃｏｓβＲ ］３ ， （１２）

０６０５００２－３



光　　　学　　　学　　　报

Ｍ０４ ＝ １８
ＳＡ
Ｒ０２

－１ｒ′Ａ
Ｓ２Ａ ＋ｃｏｓ

２α
Ｒ０２

ｒ′Ａ
ｒＡ －（ ）［ ］１ ＋Ｂ０１Ｒ１

Ｇ０４＋ １
Ｒ０２ｒＢ

－ｃｏｓβＲ０３
－Ｓ

２
Ｂ

ｒ｛ ｝
Ｂ
， （１３）

Ｍ２２ ＝１４
２ｓｉｎ２α
ｒ２Ａ

ＳＡ ＋１ｒ′Ａ
ｒ２Ａ
ｒ＇２Ａ
－（ ）［ ］１ －１ｒＡ

ＴＡＳＡ＋ｃｏｓαＲ０ｒ′Ａ
１－ｒＡｒ′（ ）［ ］

Ａ
＋ ＳＡＲ０２

＋Ａ１０Ｒ１
Ｅ２２｛ ＋

２（ｒＡ－ｒ′Ａ）
ｒＡｒ＇３Ａ

（ｔａｎηＡ ＋２ｔａｎα）ｔａｎηＡｃｏｓ
２α＋Ｂ０１Ｒ１

Ｇ２２＋

２ｓｉｎ２β
ｒ２Ｂ

ＳＢ－ＴＢＳＢｒＢ ＋ １
Ｒ０２ｒＢ

－ｃｏｓβＲ０ ｝３ ， （１４）

式中

ＴＡ ＝ｃｏｓ
２α

ｒＡ －ｃｏｓαＲ０
，　ＳＡ ＝ １ｒＡ －

ｃｏｓα
Ｒ０

，　ＳＡ ＝ １ｒ′Ａ －
ｃｏｓα
Ｒ０

，

ＴＢ ＝ｃｏｓ
２
β

ｒＢ －ｃｏｓβＲ０
，　ＳＢ ＝ １ｒＢ －

ｃｏｓβ
Ｒ０

，　Ｓ１ ＝ １ｐＡ －
ｃｏｓηＡ
Ｒ１

，

ｒＡ ＝ｑＡ＋ １
ｐＡ －

２ｓｅｃηＡ
Ｒ（ ）１

－１

，　ｒ′Ａ＝ｑＡ＋ １
ｐＡ －

２ｃｏｓηＡ
Ｒ（ ）１

－１

，

ＡＡ ＝ １ｐＡ ＋
１
ｑＡ －

２ｓｅｃηＡ
Ｒ１

，　ＢＡ ＝ １ｐＡ ＋
１
ｑＡ －

２ｃｏｓηＡ
Ｒ１

，

Ａ１０ ＝－ ｃｏｓα
ＡＡｑＡｃｏｓηＡ

，　Ｂ０１ ＝－ １
ＢＡｑＡ

，

Ａ２０ ＝Ａ１０２
２ｃｏｓα
ｒＡ

（ｔａｎα＋ｔａｎηＡ）－
ｔａｎα
Ｒ０ －

Ａ１０
Ｒ１
（１＋６ｑＡＫＡｓｅｃα）ｔａｎη［ ］Ａ ，

ＶＡ ＝ｃｏｓηＡｒ′Ａ －Ｂ０１Ｒ１
，　ＫＡ ＝ｃｏｓαｒＡ －Ａ１０Ｒ１

，　ＵＡ ＝ １ｒ′Ａ ＋
Ｂ０１
Ｒ１
ｃｏｓηＡ，

Ｅ４０ ＝ ６Ｒ０
ｔａｎηＡｔａｎα－

ｃｏｓα
ｒＡ

［１＋ｔａｎηＡ（７ｔａｎηＡ ＋１２ｔａｎα）］＋３　ＫＡｔａｎ
２
ηＡ １＋

６Ａ１０ｑＡ
Ｒ１ｃｏｓ（ ）α ，

Ｅ２２ ＝Ａ１０ｃｏｓηＡ
１
ｒ＇２Ａ
＋Ｂ２０１

ｓｉｎηＡｔａｎηＡ
Ｒ１ｑＡ － １Ｒ２１

＋４ｔａｎ
２
ηＡ

ｐ２Ａ
＋Ｓ１ｐＡ ＋

Ｓ１ｓｅｃηＡ
Ｒ（ ）１

＋ ６Ｒ０
ＫＡｔａｎηＡｔａｎ［ ］α －

４Ｂ０１ ＫＡｒ′Ａ －
２ＵＡｔａｎηＡ

ｃｏｓα
ｒ′Ａ

（ｔａｎηＡ ＋ｔａｎα）－
Ａ１０ｑＡ
Ｒ１
ＵＡｔａｎη［ ］｛ ｝Ａ ，

Ｇ２２ ＝２Ａ２０ｑＡ
ｓｉｎηＡｃｏｓηＡ（１＋２ｑＡＵＡ）－４Ａ１０ｒＡ

ｓｉｎ２ηＡｃｏｓα
１
ｒ′Ａ ＋

Ｂ０１
ｐ（ ）Ａ －Ａ

２
１０Ｂ０１
ｐ２Ａ

（１＋ｓｉｎ２ηＡ）ｃｏｓηＡ ＋

Ｂ０１
ｑＡ
ｃｏｓηＡｃｏｓα

ｑＡｃｏｓα
ｒ２Ａ

－ｔａｎηＡｔａｎαＲ０ －２ｔａｎηＡｒＡ
（Ａ１０ｓｉｎηＡ －ｓｉｎα［ ］），

Ｇ０４ ＝－４Ａ１０Ｒ０
ＶＡｓｉｎηＡｔａｎα－Ｂ０１ｃｏｓηＡ ２Ｕ

２
Ａ －Ａ１０ｓｉｎ

２
ηＡ

Ｒ１ｑＡｃｏｓα
（１＋２ｑＡＵＡ）［ ］２ ＋Ｂ２０１ｓｉｎ２ηＡＲ１ｑＡ

。

　　从（６）～（１４）式可见，与球面波直接入射全息光栅的物理模型相比［７－８］，使用结构的像差系数中增加了关

于球面反射镜ｑＡ、ｐＡ和ηＡ的表达式。Ｍ００代表光程零点，Ｍ１０代表光栅方程项，Ｍ２０代表离焦，Ｍ０２代表像散，

Ｍ３０代表子午彗差，Ｍ１２代表弧矢彗差，Ｍ４０、Ｍ２２、Ｍ０４代表球差，在（５）式中阶次越高的像差项，对成像质量的

影响越小［２０］。Ｍ０２主要影响子午聚焦特性，而Ｍ３０主要影响弧矢聚焦特性。对ＩＶ型全息光栅来说，增加一

块球面镜，使全息光栅设计中可优化变量由（ｒＣ、γ、ｒＤ、δ、２　Ｋ、ｒＡ、ｒＢ）变成（ｒＣ、γ、ｒＤ、δ、２　Ｋ、ｐＡ、ｑＡ、ηＡ、ｒＢ），其

中２　Ｋ 是入臂和出臂间的夹角。
将凹面全息光栅像差（３）式的加权方程作为目标函数，是全息光栅优化设计中必要的中间过程，同时，几

何像差表达式也为凹面全息光栅像差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２．３　目标函数的建立

全息光栅的设计中，用两个理想球面波作为记录光束，存在４个记录参数变量，设计思路的原则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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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离焦和像散两种像差，尽量校正其余高阶像差。为了后文表述的简洁，确立以光栅像面为基准的坐标系

Ｏ′－ＸＹＺ，Ｘ垂直像面向外，表示光束的传播反向；Ｙ、Ｚ均在像面内，分别代表子午方向和弧矢方向。建立优

化目标函数Ｉ，包含各个波长处子午方向展宽项ｑＹ 和弧矢方向展宽项ｑＺ，为了让各个波长处都有较好的成

像质量，引入权重因子ε（λｉ），以及单一波长处子午方向和弧矢方向的聚焦 程 度 比 例 系 数μ，得 到 优 化 函 数

为［１７］

Ｉ＝∑
ｉ＝１
ε（λｉ）［ｑ２Ｙ（λｉ）＋μｑ

２
Ｚ（λｉ）］， （１５）

式中比例系数μ＜１，ｑＹ、ｑＺ 的形式是关于像差项以及光栅尺寸的函数。由于对目标函数的优化是多变量非

线性方程求极值的过程，因此利用遗传算法可以高效率得到全局的优化结果。

３　设计实例

３．１　使用结构及参数

设计一款凹面全息光栅，用于荧光光谱仪前置单色仪，，以扫描的方式工作，选择ＩＶ型凹面全息光栅，
结构如图２所示。从光源Ａ点发出的光可以认为是理想的球面波，再经过球面反射镜 Ｍ，经过狭缝 Ｈ，反射

到全息光栅Ｇ上，最后从Ｂ点出射。结合提出的一体化设计方法的模型，认为从Ａ点发出的是理想球面波，
系统中 只 考 虑 反 射 镜 Ｍ 和 凹 面 全 息 光 栅 Ｇ。该 模 型 中，ｐＡ ＝９９ ｍｍ，反 射 镜 Ｍ 的 曲 率 半 径

Ｒ１＝１０１．２５７ｍｍ，转角为１４．９７°，ｑＡ＝２６７．０１ｍｍ，ｒＢ＝１７０．３ｍｍ。光栅基底的曲率半径Ｒ０＝１７０．２ｍｍ，
出入臂夹角２　Ｋ＝２８°，使 用 波 段３５０９００ｎｍ，光 栅 尺 寸 为ＧＷ×ＧＬ＝６４ｍｍ×６４ｍｍ（宽×长），刻 线 密 度

１／ｄ＝９００ｇｒ／ｍｍ，衍射级次为１级。为了验证一体化设计方法的有效性，使用传统光栅设计方法和一体化

设计方法进行对比。

图２ 前置单色仪使用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ｐｒｅ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ｒ

　　由于聚焦镜的引入，使得光栅入射光束为非理想球面波。借助光学软件Ｚｅｍａｘ分析 Ｈ处的点列图和

像差图。图３（ａ）点列图是入射光束经反射镜 Ｍ后，在 Ｈ位置处的光斑尺寸。图３（ｂ）光线特征曲线图是光

线经反射镜 Ｍ反射后与像面的交点高度相对于反射镜出射光线斜率（归一化光瞳坐标）所绘制的曲线图，图
形以归一化光瞳坐标的函数形式表示了横向（或纵向）的光线像差（以主光线为基准）；左图中以ＥＹ表示Ｙ 方

向的像差，也叫做子午面内的像差，右图以ＥＸ表示Ｘ 方向的像差，也叫做弧矢面内的像差，ＰＸ、ＰＹ表示归一

化后的光瞳坐标。图３（ｃ）光程差图是光瞳坐标函数表示的光程差，纵坐标Ｗ 表示光程差的大小。从图中可

知该处存在像散、弧矢彗差、场曲、球差等，说明在传统设计方法中，将 Ｈ处作为理想球面波光源点，偏离了

光栅实际使用情况，而这些在一体化优化设计方法中都已考虑。

３．２　设计结果及分析

传统设计中以理想球面波直接入射光栅为理论模型，用到的入臂长度ｒ′Ａ＝１７０．３ｍｍ。优化后，用传统

方法设计的ＩＶ型凹面光栅和用一体化方法设计的ＩＶ型光栅参数分别如表１、２所示。两种优化方法使用

同样的记录波长，不同点在于一体化优化方法中增加了三个光学系统使用结构参量（ｐＡ、ｑＡ、η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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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前置单色仪中 Ｈ处光斑尺寸及像差曲线。（ａ）点列图；（ｂ）光线特征曲线；（ｃ）光程差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ｏｔ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ｔ　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ｒｅ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ｒ．
（ａ）Ｓｐｏ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ｂ）ｒａｙ　ｆａｎｓ；（ｃ）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表１ 传统方法设计的ＩＶ型光栅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ＩＶ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Ｃ／ｍｍ γ／（°） ｒＤ／ｍｍ δ／（°） λ０／ｎｍ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６５．６８９６　 ２０２．０１８８ －３０．９２２５　 ４４１．６

表２ 一体化方法设计的ＩＶ型光栅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ＩＶ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Ｃ／ｍｍ γ／（°） ｒＤ／ｍｍ δ／（°） ｐＡ／ｍｍ　 ｑＡ／ｍｍ ηＡ／（°） λ０／ｎｍ

１６４．０１９６ －２９．３９２７　 １６７．８０８１ －５．３５７２　 １１０　 ２５９．８８８０　 １４　 ４４１．６

　　对光栅的评价方式，选择比较直观的像面点列图，可以直接读出像面光斑的几何大小；此外，点列图的均

方根（ＲＭＳ）尺寸与像面点列图几何尺寸不同，表示点列图中大多数点的分布范围，即集中的弥散半径；为了

定量描述凹面全息光栅的像差，用ΔＳ、ΔＶ 分别表示子午方向的谱像展宽和弧矢方向的谱像拉长，与分辨率

有关的像差系数有离焦Ｆ２０、子午彗差Ｆ３０、球差Ｆ４０和弧矢彗差Ｆ１２，与谱像拉长有关像差系数主要是像散

Ｆ０２，其表达式为［２１－２２］

ΔＳ＝ｒＢｓｅｃβ
Ｆ
Ｙ ｙ＝Ｇ

Ｗ
／２，ｚ＝Ｇ

Ｌ
／２
， （１６）

ΔＶ ＝ｒＢＦＺ ｙ＝Ｇ
Ｗ
／２，ｚ＝Ｇ

Ｌ
／２
， （１７）

式中ＧＷ、ＧＬ分别表示光栅横向和纵向的维度大小。将传统设计方法得到的结果称为结果（Ⅰ），传 统 设 计

光栅在实际光路中的成像结果及像差系数变化情况称为结果（Ⅱ），一体化设 计 方 法 得 到 的 结 果 称 为 结 果

（Ⅲ）。
将表１、２内的记录参数分别代入传统结构和实际结构中，通过软件Ｚｅｍａｘ、Ｍａｔｌａｂ模拟和分析，分别得

到４００、６２５、８５０ｎｍ处像面点列图、光斑会聚程度（ＲＭＳ尺寸）和全波段内像面展宽曲线。图４给出了不同

设计方法的像面点列图的情况，横纵坐标Ｙ、Ｚ分别代表光栅的色散方向和弧矢方向。在每个单波长点列图

中，横、纵坐标的分度值都为４００μｍ。图４从上到下分别为波长４００、６２５、８５０ｎｍ的点列图，为了更加明显

地对比三种设计的点列图尺寸，坐标范围均取４０００μｍ的区域。结果（Ⅰ）和（Ⅲ）的全息光栅在波段范围内

有较好的会聚，色散方向（Ｙ 方 向）的 尺 寸 基 本 小 于３００μｍ，弧 矢 方 向（Ｚ方 向）会 聚 能 力 也 处 于 同 一 量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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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０μｍ以内，由于设计模型的差异，点列图的差异并不明显，而且在８５０ｎｍ处结果（Ⅲ）设计的全息光栅优

于结果（Ⅰ）。因为结果（Ⅰ）和结果（Ⅲ）使用了不同的设计模型，在使用波段范围内，子午和弧矢方向的聚焦

情况不同，在保证分辨能力的同时，兼顾弧矢聚焦，使得结果（Ⅲ）在２００ｎｍ处弧矢聚焦并不理想。但对于

结果（Ⅱ），很明显其在弧矢方向的会聚程度不理想，在２８００μｍ以内，在子午方向上会聚程度和结果（Ⅰ）得

到的结果相同，说明光谱仪使用结构对用传统方法设计的全息光栅分辨率影响有限。

图４ 不同设计方法的像面点列图尺寸，从上到下波长依次为４００、６２５、８５０ｎｍ。

（ａ）传统方法；（ｂ）传统方法设计参数在实际光路中应用的结果；（ｃ）一体化设计方法

Ｆｉｇ．４ Ｓｐｏｔ　ｓｉｚ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　ａｒｅ　４００，６２５，ａｎｄ　８５０ｎｍ

ｆｒｏｍ　ｔｏｐ　ｔｏ　ｂｏｔｔｏ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ｂ）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

　　点列图ＲＭＳ尺寸如表３所示（Ｙ 为子午方向展宽，Ｚ为弧矢方向拉长）。三者相比较，结果（Ⅰ）在Ｙ 和

Ｚ方向上会聚程度较好，Ｙ 方向ＲＭＳ尺寸小于６３μｍ，Ｚ方向ＲＭＳ尺寸小于１４９μｍ，但在使用结构中，结

果（Ⅱ）在Ｙ 方向ＲＭＳ尺寸小于８６μｍ，Ｚ方向ＲＭＳ尺寸小于７６５μｍ，说明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子午方向和

弧矢方向的聚焦程度都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尤其弧矢方向被严重拉长；一体化设计的全息凹面光栅结果（Ⅲ）
在Ｙ 方向ＲＭＳ尺寸小于８１μｍ，Ｚ方向ＲＭＳ尺寸小于１６７μｍ，比结果（Ⅱ）在子午和弧矢方向上有更好的

会聚程度，这些数据与图４相对应。
表３ 对比像面光斑处子午和弧矢方向的ＲＭＳ尺寸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ＭＳ　ｓｉｚｅ　ｉｎ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ｇｉｔｔ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ｍａｇｅ　ｓｐｏ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ｎｍ　 ４００　 ６２５　 ８５０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Ｙ　 Ｚ　 Ｙ　 Ｚ　 Ｙ　 Ｚ
Ｒｅｓｕｌｔ（Ⅰ）／μｍ　 ６１．２１３　 ２７．３４９　 ２６．８２５　 ６１．９９８　 ６２．５１７　 １４９．５２
Ｒｅｓｕｌｔ（Ⅱ）／μｍ　 ８６．６６７　 ６７１．４４　 ２３．３８０　 ６１９．３７　 ５４．６２７　 ７６５．０４
Ｒｅｓｕｌｔ（Ⅲ）／μｍ　 ７９．５６４　 １６７．０６　 ６３．５６４　 ６９．０１３　 ７２．６２１　 ８１．１２６

　　从像面点列图及ＲＭＳ尺寸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光栅实际使用时与设计值偏差较大，将消像差的凹面全

息光栅和光谱仪器结构一起进行设计的结果（Ⅲ），基本满足了设计要求。
图５、６分别 为 主 要 影 响 子 午 方 向 和 弧 矢 方 向 的 像 差 函 数 曲 线 图。结 果（Ⅰ）中 子 午 方 向 像 差 小 于

０．３５ｍｍ，主要由离焦Ｆ２０决定，弧矢方向像差小于０．７ｍｍ，主要由像散Ｆ０２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从像差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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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也可以看出成像的质量；结果（Ⅱ）中子午方向像差小于０．３５ｍｍ，弧矢方向像差小于３．７ｍｍ；结果（Ⅲ）
中子午方向像差小于０．６２ｍｍ，主要受离焦Ｆ２０和子午彗差Ｆ３０影响，弧矢方向像差小于０．８２ｍｍ。传统的

设计方法中，离焦和像散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光斑在子午和弧矢方向上的聚焦程度［４］。在使用结构中，由于加

入聚焦镜，在子午和弧矢方向额外引入聚焦镜的轴外彗差和球差。因此，结果（Ⅱ）中弧矢方向像差变化较

大，与设计结果（Ⅰ）有较大差异，这是因为传统方法设计的光栅在实际使用时，影响色散方向的像差值基本

和设计值相当，但弧矢方向上和设计值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一体化设计结果得到像差曲线，综合平衡了子午

和弧矢方向的像差，较大程度减小了弧矢方向的拉长。

图５ 不同结果中的子午方向展宽曲线。（ａ）结果（Ⅰ）；（ｂ）结果（Ⅱ）；（ｃ）结果（Ⅲ）

Ｆｉｇ．５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ｓｕｌｔ（Ⅰ）；（ｂ）ｒｅｓｕｌｔ（Ⅱ）；（ｃ）ｒｅｓｕｌｔ（Ⅲ）

图６ 不同结果中的弧矢方向展宽曲线

Ｆｉｇ．６ Ｓａｇｉｔｔａｌ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从图５、６可以看出，结果（Ⅲ）使用的全息光栅达到了设计的目标，对于结果（Ⅱ），子午方向聚焦特性和

结果（Ⅰ）的设计值相同，但弧矢方向聚焦特性却大相径庭。在实际光栅应用中，传统方法设计的全息光栅在

成像质量上与设计值偏差较大；离轴球面聚焦镜带来的轴外像差，使光栅入射光偏离设计时的理想球面波，

且该像差对光栅像散项Ｆ０２影响较大，使弧矢聚焦位置严重偏离像面，导致弧矢方向被拉长，影响了光谱仪

器光能利用率。但是，在子午方向上的影响并不大，有时反而有更好的聚焦能力，这和设计时的记录参数有

关，具有不确定性。
平场凹面全息光栅设计和一体化模型具有相同像差表达式，仅在使用结构上不同，像差系数（６）～（１４）

式没有差异，所以此一体化设计方法对平场凹面全息光栅同样适用。

４　结　　论

为了兼顾光源聚焦镜引入的像差对光谱仪器分辨率及信噪比造成的影响，提出了凹面全息光栅和球面

聚焦镜一体化设计方法，通过与传统设计方法的对比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１）传统方法设计的凹面全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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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在离轴聚焦镜的光路系统中，设计效果有所下降，不适合此类光学系统；２）球面聚焦镜对凹面全息光栅像

散项Ｆ０２影响最大，使弧矢聚焦位置严重偏离像面，导致弧矢方向ＲＭＳ尺寸被拉长；３）一体化设计方法，结

合了凹面全息光栅的使用结构和记录结构，在校正光栅像差的同时，平衡了球面聚焦镜带来的多种轴外像

差，尤其在弧矢方向上，聚焦程度得到很好改善，达到了较好的设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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